
保护、传承与产业结合
国内知名农耕民俗收藏家、
金融学博士 王丙森

我把收藏的农耕民俗物品与北高庄美丽乡村建
设结合，融入二十四节气里。关于二十四节气保护和
传承，应该注入一些科技的、现代的创新。就如何保
护，可以作为人类公共产品保护，也就是博物馆式的
保护等。二十四节气是农村的、农业的、农民的，所以
二十四节气可以和美丽乡村相结合，和特色小镇相结
合，和扶贫项目相结合，共同传承保护。

作为对登封“二十四节气”核心传
习基地的肯定，昨日下午，中国农业博物
馆原定在北京举行的二十四节气保护和
传承座谈会移师登封举行，全国各地专家
学者参加，为二十四节气保护和传承建言
献策。

中 国 农 业 博 物 馆 副 馆 长 苑 荣 认
为，二十四节气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应更加注重宣传，促进内地传
承，推动信息共享等。据他介绍，为确
保“二十四节气”的存续力和代际传
承，在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直

接领导下，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作为协调单位，中国农业博物
馆作为牵头单位，协同相关社区、群体
于 2014 年 5 月成立“二十四节气保护
工作组”，联合制定了《二十四节气五
年保护计划 (2017~2021)》，并共同约定
了彼此的责任和义务。

登封作为二十四节气农耕文明重要
的发源地，著名民俗文化专家、河南省民
俗学会副主席孟宪明则建议可以从影视
方面根据二十四节气做一部纪录片和人
文片。登封市志办主任吕红军从四方面

介绍了登封观星台及周公测景台确定为
二十四节气策源地的根据。

“二十四节气将天文、农事、物候
和民俗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在镌刻着
农耕文明印记的同时，还跳动着传统
文化之脉。”作为登封二十四节气传承
人，登封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常松木从

“二十四节气”的文化生命力进行了发
言，他认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
中，二十四节气形成了丰富的物质文
化和精神文化——既有国家祭典，又
有生产仪式和习俗活动，还有谚语、歌

谣、传说、诗词、工艺品、书画等文艺作
品这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民族特色
的民风民俗等，共同为二十四节气注
入奔流不息的文化生命力。

随后，不少专家学者从文学、哲学、农
耕等多方面进行了发言并认为，二十四节
气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注重
保护，还要和当下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
结合起来，注入现代科技和创意的因素，
让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为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与创新注入活力。
登封时报 高鹏敏 付文龙

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
传承保护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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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
二十四节气保护和传承座谈会登封举行

如何做好二十四节气的保护、传承和弘扬，看国内各界专家建言献策。
登封时报 刘俊苗 孙淑霞 付文龙 文/图

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登封功不可没
中国农业博物馆副馆长 苑荣

登封地处中岳，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重要作
用。登封是二十四节气的发源地，而二十四节气申
遗成功，登封起到尤其重要的作用。文化遗产的保
护和传承，与登封市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分不开。申
遗成功，不仅是农业部的骄傲，也是登封全体的荣
誉。关于保护，应该组织协调，开展学术研讨，举办
专题展览等。

做好二十四节气的保护和弘扬
文化部非遗司保护处副处长 孙占伟

日出日落，春夏秋冬四季更替，我们去认识季
节更替，对我们的生活生产有极大的作用。而二
十四节气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农民生产的
依据，只有手中有粮，才能去做其他的生产。做
好二十四节气的保护和弘扬，应该做好调查，进
行传承和传播，并且应该举办传统的二十四节气
民俗活动。

二十四节气传承根在民间
中国农业博物馆陈列部副主任 周晓庆

去年我已经参加过告城镇冬至千人饺子宴，今年是
第二次，登封二十四节气的文化传承和保护有很深厚的
群众基础，所以二十四节气传承和保护座谈会在登封召
开很有必要。二十四节气传承根在民间，传承人是全体
中国人。但是登封作为有代表性的区域和人群，政府应
该牵头，指导保护传承工作。

做好登封二十四节气宣传
中国年鉴出版社社长 郝文勉

二十四节气的保护，登封应编写一部线装书，以
世界非遗农历二十四节气为主要内容，线装书也是中
华民族的古老传承，书的内容前边以历法为主，后边
以春夏秋冬四季为主。再编写一部嵩山全集，用以宣
传登封、河南。用电视、电影体裁宣传二十四节气。
建设中国历法博物馆。

把登封打造成真正的“圣地”
北京大学教授 张帆

中国的传统文化，大家认可的四大发明是中国菜、
中医药、汉字、周易，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河南。而
中原作为农耕民族，自然要看天气，于是创造了二十四
节气，这一切都以登封为点展开，故登封是东方文明的
圣地，也是中华文明的圣地，把登封打造成一个具有现
实意义的、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圣地。

二十四节气是人类的课题
著名文化学者 高秀林

登封是二十四节气的发源地之一。华夏民族先
祖的智慧，发现二十四节气，人类的发展进步，就是在
悟中求有，并不断地发现，发现后就会明白。对此，发
现二十四节气，对人类的生活、生产起到重要作用，而
新时代二十四节气和现实生活应该形成连环关系。
关于二十四节气的价值、意义和内涵，应该形成一个
机制，分工去传承和保护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文化标识物
河南省民俗学会副会长 孟宪明

“芒种雨少气温高，玉米间苗和定苗，糜谷荞麦抢墒
种，稻田中耕勤除草。”孟宪明在二十四节气传承和保护
座谈会上，娓娓而谈二十四节气对家乡农业的影响。

二十四节气名称除了天文上的角度划分外，还包含
了雨水、小暑、寒露、霜降、大雪等气象信息，惊蛰、清明、
谷雨、小满、芒种等物候信息，体现的是华夏民族这个农
业大国古人的智慧。


